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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那些被推翻的国内外力量不反对新中国，不否定新中国所走的道路

和取得的成就。而这正是针对着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最深刻的根源。人民在前进中不可避

免地会发生错误和挫折，又会给一些人以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机会和口实。当代世界，各种思

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

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

争不能不反映到我们国内来，反映到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中来。曾经长期统治了社会

历史理论领域的唯心史观以及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会影响人们对新中国

历史的看法。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 65 年的光辉历程。 

在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中，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正确认

识新中国的历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文从观察新中国历史所应有的

几个视角入手做一些讨论。 

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背景下看新中国的历史 

把一个事物放到它所属的大系统中做宏观的历史的考察和比较，才能清晰地认识它的地位、

性质和特点。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从纵向说，要把它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去理解它；

从横向说，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和当代世界中去考察它。 

65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全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同

推翻清王朝后 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新国体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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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最早的奴隶制的国家是由于社会分裂为互

相对立的阶级，从阶级的冲突和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这种阶级分裂后来继续存在于

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阶级社会的国家之中。如恩格斯所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

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阶级社会中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马克思总结出一条规律：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直到今天”，就是直到当时为

止的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确认，文明社会是进步着的社会；同时又确认，阶级社会的文明是

在对抗中进步的。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国家的本质和文明在对抗中进步的规律完全适合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文明史已经有 5000 多年，其间经历了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创造了让我们引以自豪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这些成就是在

对抗中取得的。历代国家政权在执行社会管理执能中（例如在兴办水利工程中）取得过辉煌的

成就，但它们都具有阶级统治的职能，本质上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以往一切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再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历

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自己的政权。它也有专政的职能，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

政。但这是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极少数人实行专政的新型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因

而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对于这一

全新的国体，1949年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年

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运用它对社会进行变革，

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生活。到 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 

【“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

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这一变革由国家根本大法予以确认，1982年颁布的我国现行宪法在第一条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 

因此，以 65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

代，二者在国家性质、社会性质以及文明发展的规律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就两个不同时代的

本质规定而言，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阶级对立的社会变成了消灭

剥削阶级、向着消灭阶级方向前进的社会，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从对抗性的变成非对抗性的，

文明在对抗中进步的规律让位给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规律。同几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新中国仍

然处于告别旧时代、开辟新时代的开端。对于 65 年的历史，不论是取得的成就，或存在的问

题，或经历的曲折，都只有联系新中国在文明史中的这一历史方位才能获得正确的、深刻的理

解。因为是在开端，所以它的经济文化还不发达，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还不完善。因为处在开端，所以我们没有历史经验，不能不在探索中走着曲折的路程。

也因为是处在新时期的开端，所以新的国家、新的社会制度已经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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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曾经预言，在新的历史时期，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

都黯然失色。毛泽东在 1949 年也豪迈地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

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

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千年文明史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诞生

65 年后的新中国，尽管还有许多缺陷，但它确实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

和国。 

二、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看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把新中国的历史放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放在世界历史和当代世

界的背景下去考察，是我们应有的又一个视角。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

千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2100 多年前，中国人开

辟的丝绸之路就推动了中国同各国平等互利的文明交流。但是，中国在近代落伍了。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之间交往的扩大，使生产摆脱了民族局限和地

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联系，历史也就从民族的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它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就是在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 

从那时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解放一起，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部中国近

代史，成了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和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

史。1921 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 1922 年 7 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痛陈 80 年来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宰割中国的历史，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

独立”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喊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独立而战！”的口号。党

经过长期探索，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

中国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的革命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

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65 年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还指出：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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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华民族以独立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邓小平多次重申毛泽东

关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论断，以此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他强调指出：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

住了。”】 

邓小平还在多种场合讲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历史，指出，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

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而从 1949 年起，“中国取得了

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有的大国干涉我们的内政，由于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也可以提出抗议。”】 

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这是我们认识和评价 65年的历史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如果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那么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也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继十月革命之后进一

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存在下去，历史是否会终结于资本主义，一时似乎成了问题。

面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邓小平指出： 

【“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

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从那时以来，历史又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强有

力的证明。社会主义是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

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在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中看新中国的历史 

2013 年 1 月 6 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

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

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里提出了一条认识新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则：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 

一般地说，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不同阶段，其本质和规律必须从不同阶段的统一中去认识，

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特殊地说，把握新中国 65 年历史中不同阶段的统一，最重要

的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关系。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建国后 32 年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做了深入分析，基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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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做出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但

是， 

【“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

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决议》之后 33 年的实践检验了《决议》的结论和得出结论的方法，证明了其科学真理

性和价值。65年的历史，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显地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

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

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认识这两个时期的关系，应该坚持《决

议》的精神和方法。 

之所以不能用其中一个时期去否定另一个时期，是因为这两个时期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这是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

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别，二者具有共同的本质。人的认识运动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的循环往复中发展的过程，这使历史的进程显现出阶段性来。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

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而抹杀了其共同本质，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 

之所以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党的十八大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

累的根本成就”。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 20 多年中，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虽然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

性成果和巨大成就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在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有些论者一讲起新时期的成就，就以一种“忆苦思甜”的思维方式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

描写成一团漆黑，似乎只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没有前进和发展，似乎只有在他们人为地

抹黑了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出新时期的成就和光辉。他们忘记了这个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一个时期，忘记了它同旧中国的区别，忘记了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根本性的历史变革。这样不

仅抹杀了新时期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也否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模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一根本性质。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非常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之所以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使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挫折。中国面临着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确立实现社

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领导下，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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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

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此，党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成功开创并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使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

放后的历史时期，就否定了党和人民历尽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

制度。 

四、在主流和支流的对立统一中看新中国的历史 

用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的错误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观察历史时不能

分清主流和支流。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历史前进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而是蜿蜒曲折、起伏不平的，总是交织着主流与支流。

毛泽东指出，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后，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个问题“是没有完

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只有让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

成对某一发展阶段内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认识不能一次完成决定了错误难免是人的认识发展

的规律，因而有主流也有支流是历史运动的规律。实事求是地认识党和人民的历史，必须分清

主流和支流，正确看待成绩和错误。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指出： 

【“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

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他说，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把

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邓小平主持起草 1981 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就坚持了这一科学方法。邓小平指出，

做历史问题决议， 

【“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

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

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对这两个问题，邓小平都做出了明确回答。他在具体分析各个阶段的成绩和错误后得出一

个总的结论： 

【“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 

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说： 

【“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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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关于“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这一结论包括了对改革开放前历

史时期的基本估计。对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在正视存在着的各种问题的同时，同样不

能夸大支流、否定主流，以至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能不能分清主流和支流，关键在于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错误，弄清错误与成绩相比处

于什么地位，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弄清错误的性质。 

针对有些人把许多问题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指出：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

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决议》对错误发生的原因，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认识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个人的和社

会的原因，做了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

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 

只有作这样的科学分析，才能认清错误的性质，避免夸大错误而否定党和人民的历史，才

能找出发生错误的原因，纠正错误，避免重犯。 

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存在的问题，同样应该作历史的分析。当前确实存在着许多问

题，尤其是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腐败现象蔓延，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严重存在，少数领导干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等问

题，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忧虑。否认或忽视问题的存在是错误的。但是应该看到，党中央高度重

视并且正在领导人民探索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列，犹如攀登一

座人迹未至的高山。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世界社会主义在前进过程中必然遇到而尚未解

决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必须正视问题，修正错误，吸取教训，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发生而

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才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从多个不同角度去观察新中国的历史，体现着认识历史所应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认识事物的方法是同立场不可分的。新中国的历史是由站立起来、当家做主的亿

万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不仅要有正确的方法，而且必须站在人民的

立场。 

社会，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结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化的历史。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利益，就会从

不同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历史，形成对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的历史观。人们在社会中

追求自己自觉意识到的目的，无数相互作用的力量构成的合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构成

了社会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历史，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反映它，并评价其是非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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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并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是唯物史观的

根本观点。历史评价的尺度，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工人

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与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

此，只有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离开了人民的立场，就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歪曲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也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外

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说：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

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 

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那些被推翻的国内外力量不反对新中国，不否定新中国所走的道路和

取得的成就。而这正是针对着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最深刻的根源。人民在前进中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错误和挫折，又会给一些人以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机会和口实。当代世界，各种思想文化

交流交融交锋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

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不反

映到我们国内来，反映到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中来。曾经长期统治了社会历史理论领域

的唯心史观以及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会影响人们对新中国历史的看法。 

由于认识主体方面的上述种种原因，加上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

性和矛盾性，对于新中国的历史，无论就其整体或就其一定阶段、一定部分而言，都产生了各

种不同的乃至根本对立的观点。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在互相对立的观点中，真理只有

一个，这是需要由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的。归根到底，只有站在人民的

立场，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科学的方法，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 

【田心铭，察网专栏学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本文原载《中

华魂》2014 年第 12期上，授权察网发布。】 

 


